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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强烈的市场需求,数据科学教育的影响正迅速扩大,与此同时,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MOOC)为数据科学教

育提供了新机遇。 因此,本文在文献调研的基础上,构建了平台-组织机制-课程结构三维分析框架,基于此框架,通过

网络调研法,从平台、组织机制和课程结构三个维度对比分析国内外17个 MOOC平台上共计81门数据科学课程的开展

现状。 结果表明,虽然我国数据科学教育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发展趋势较好,在平台、组织机构以及课程结构等方面仍存

在改善空间。 研究结果有利于丰富数据科学课程来源并建立完善的数据科学 MOOC课程体系,从而培养社会需要的数

据科学家,辅助企业和政府进行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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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tothehighdemandofdatascientistsandthedramatictechnologicalchangesinonlinelearning,thispaper
aimstoimprovedatascienceeducationinChina.Thusitpresentsanoverviewof81datasciencecoursesrelatedMassive
OnlineOpenCourses(MOOC)from17Websitesathomeandabroadbytheuseofathreedimensionalanalyticalframework.
ResultspointoutthatdatascienceMOOCeducationinChinaisatthestartingedgewithpromisingdevelopmenttrends,which
canbeimprovedinplatform,organizationandcourses.Theresultscouldbebeneficialfortheenrichmentthesourcesofdata
sciencecourseandtheimprovementofdatasciencecoursesystemsoastotrainqualifieddatascientistsandsupportdeci-
sion-makingforgovernmentand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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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2011年起,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MassiveOn-
lineOpenCourses,MOOC)得到了迅速发展,其具有规

模化、开放性、网络化和创新性四大特征[1] ,实现了优

质教育资源的全球共享,学习方式、方法的创新[2] 。
美国教育部也认为 MOOC平台能提供更多的学习机

会、更好的授课方式、更优的学习评价体系,从而使学

习者受益[3] 。

数据科学(DataScience)是继云计算、大数据等

概念后推出的“学科”,正成为继 OA(OpenAccess)、

iSchool运动之后又一影响信息科学的热流[4] 。 数据

科学家 更 被 评 为 “21世 纪 最 性 感 的 职 业 ”[5] ,截 至

2018年底数据科学领域将有14万至19万个空缺岗

位,且其他领域的岗位也要求掌握一定数据科学知

识[6] 。 基于强烈的市场需求,数据科学教育的影响正

迅速扩大。 目前多所国、内外知名大学开设了数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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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相关课程,例如,2014年哥伦比亚大学数据科学研

究所设立了数据科学硕士项目,清华大学成立了数据

科学研究院并于2014年秋季开始跨学科培养硕士。
然而,数据科学教育具有需求广泛、聚焦前沿热点且

重视实践技能获取等特征,偏向于理论知识传授的传

统教育便无法最大化地满足学习者的学习需求。 在

MOOC平台上开展数据科学教育可以充分利用其平

台优势,增加课程的易获得性,优化教育资源分配,使
教师走出传统授课模式,更加贴近前沿科技,共同为

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提供学习服务和支持。
本文以国内外17个 MOOC平台上81门数据科

学课程为研究对象,根据 MOOC系统体系结构,构建

平台-组织机制-课程结构三维 MOOC课程分析框

架,从平台、组织机制和课程结构三个维度的10个要

素,调研数据科学课程开设情况。 本文的调研结果能

为进一步完善数据科学 MOOC教育提供一定的借鉴

和参考,从而提升我国数据科学教育质量。

2 相关研究

目前,有关数据科学 MOOC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

以下五个方面:
(1)数据科学的内涵及应用研究:阐述数据科学

在学术研究和实际应用中的重要作用。 在学术研究

中,Dhar[7] 介绍了数据科学及数据科学家的实质和前

景,叶鹰与马费成[8] 论述了数据科学的内涵以及与信

息科学的相互促进作用;在实际应用中,Hazen等[9] 认

为数据科学可优化数据质量,可用于供应链管理流程

中的数据分析,许荻迪与江小蕾[10] 阐述了数据科学对

于客户分类的技术支撑和决策支持作用。
(2)数据科学线下课程体系研究:各大学开设数据

科学的必要性和具体情况。 王迪等[11] 调研了美国22
所开设数据科学的高校,认为美国数据科学学士学位

教育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并将数据科学列入硕士教学

计划;苏日娜等[12] 以6所iSchools高校作为调研对象,
从专业学科优势、学科体系划分、课程目标、核心课程

设置、课程制度等方面研究数据科学课程体系;徐昊

等[13] 以吉林大学为例,从课程目标和课程模块设置方

面具体介绍面向通识教育的数据科学课程教学实践。
(3)利用 MOOC平台开展学科教育的可行性研

究。 Burd等[14] 认为 MOOC在最大化发挥自身优势的

同时,可 促 进 高 等 教 育 资 源 的 合 理 化 分 配;Li与

Powell[15] 提出在全球教育发展大环境下,MOOC在推

进高等教育开放式发展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除

此之外,Wolff等[16] 以FutureLearn平台开设的 《智慧

城市》课程为例,探讨信息素养在数据分析中所起的

作用,Bond[17] 通过文献调研法探讨 MOOC开设信息

素养课程的必要性及课程要求。 Hardin等[18] 和Liy-
anagunawardena[19] 均提及了 MOOC平台上约翰霍普

金斯大学RogerPeng教授开设的 “DataScience”专项

课程,但未做详细阐述。
(4)MOOC课程要素研究。 分析 MOOC中学习者

的基本特征和课程资源特征。 例如,Christensen等[20]

分析了MOOC平台学习者性别、国别、年龄、受教育程

度和职业等数据;Andersen等[21] 分析论坛等互动系统;

Chauhan与Goel[22] 则从学习者角度分析了 MOOC中视

频,以方便不同学习者快速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视频。
(5)MOOC使用者行为研究:Mukala等[23] 以课程

“ProcessMining:DataScienceinAction”为例,分析用

户的学习行为和最终成绩的相关关系;Veeramachan-
eni等[24] 对 MOOC数据科学课程的用户线上学习行

为进行建模,并预测后续学习行为。
以上研究表明,学界对数据科学 MOOC教育研究

十分重视,但是还存在以下不足:①针对 MOOC平台

课程研究缺乏系统的分析框架;②对 MOOC平台上开

设的数据科学课程只关注用户行为分析或只进行简

要介绍,没有对课程结构等核心内容进行全面系统地

分析。 针对这些不足,本文通过文献调研和网络调

研,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善 MOOC平台数据科

学课程研究框架,以平台、组织机构和课程结构三个

维度为切入点,探讨目前 MOOC数据科学课程的开设

情况,以完善 MOOC平台数据科学教育的方法和途

径,推进数据科学教育的发展。

3 研究框架与研究对象

3.1 研究框架

基于上述文献调研可知,MOOC是以先进的平台

技术为基础,以完善的组织机制为保障,以合理的课

程结构为核心的开放教育系统。 因此本文构建了平

台-组织机制-课程结构三维 MOOC课程分析框架

(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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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平台-组织机制-课程结构三维MOOC课程分析框架

  平台技术是 MOOC的基础,为其所支撑的组织机

制和课程结构提供运行所依赖的环境[25] ;组织机制包

括组织机构和合作机构,即课程所依附的教育机构以

及课程提供方[26] ;课程设置中除了提供视频资源、文
本材料和在线答疑外,还为学习者提供各种用户交互

性社区,注重对学生学习支持的服务,以及学生的学

习体验[27] 。

3.2 研究对象

MOOC学院(或称果壳慕课网)①旨在基于真实学

习者的评价,筛选和推荐最值得上的 MOOC课程② 。

该网站本身不具备对 MOOC课程资源进行运行、更
新、维护、管理和推广的功能,而是作为一个搜索引

擎,致力于让网民更便捷地获取课程信息,找到所求。

本文不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只是根据该网站中公开课

检索导航栏中机构列表,以用户能在国内顺利访问为

原则③,最终确定了国内外的17个MOOC平台作为研

究对象,具体如下(按拼音排序):

国外 MOOC平台 (4个):Coursera④、edX⑤、MIT-
OpenCourseWare⑥、Udacity⑦。

国内MOOC平台(13个):ewant育网开放教育平台

(台湾)⑧、IBM大数据大学⑨、爱课程网췍췍췍、北大慕课췍췍췍、好
大学在线췍췍췍、华文慕课췍췍췍、清华大学磨课师(台湾)췍췍췍、网易

公开课췍췍췍、网易云课堂췍췍췍、新浪公开课췍췍췍、学堂在线췍췍췍、中国

大学MOOC췍췍췍、中华开放教育平台(台湾)췍췍췍。

截止至2018年4月,在上述17个平台上,笔者以

“数据科学”或 “datascience”为检索词,获取原始的

MOOC平台返回的课程列表,只选取课程标题或课程

介绍中出现“数据科学”或“datascience”字样的课程,

最终获取数据科学课程87门 。其中 ,除去平台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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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ooc.guokr.com/course/

https://mooc.guokr.com/post/605193/
限于客观原因,部分国外 MOOC平台在国内访问受限,因

此不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例如 Udemy(https://www.udemy.
com/)响应时间过长。

https://www.coursera.org/

https://www.edx.org/

https://ocw.mit.edu/index.htm
https://cn.udacity.com/

http://www.ewant.org/

http://bigdatauniversity.moocollege.cn/

http://www.icourses.cn/

http://mooc.pku.edu.cn/

http://www.cnmooc.org/

http://www.chinesemooc.org/

http://mooc.nthu.edu.tw/

http://open.163.com/

http://study.163.com/

http://open.sina.com.cn/

http://www.xuetangx.com/

http://www.icourse163.org
https://www.ope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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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教师及课程结构均相同的重复开设的课程6门①,

不重复开设的数据科学课程共计81门,其中国外、国

内平台上开设的课程分别为63门和18门,详细统计

数据如表1所示。

表1 MOOC平台开设(全部)数据科学课程的数量统计表

国外 MOOC平台 课程数量 国内 MOOC平台 课程数量

Coursera 27 IBM大数据大学 4
edX 33 好大学在线 7
MIT-OpenCourseWare 2 网易公开课 1
Udacity 1 网易云课堂 7

学堂在线 5
总计 63 总计 24

           注:表中未列出的已调研的 MOOC平台开设数据科学课程数量为0。

4 MOOC平台数据科学课程开设情况分析

4.1 平台维度

4.1.1 平台建设

国内外的 MOOC实践均积极构建多语种平台,力
图打破教学的语言隔阂。 国外平台的相关解决方案

已比较完善,为课程相关视频配上英、中、日、西文字

幕;部分平台也开发中文界面,如Udacity,用户可直接

使用中文进行课程检索。 国内正积极建立中、英双语

平台,例如,学堂在线设立了单独的英文页面,用以介

绍平台相关情况,好大学在线已开发了英文的平台界

面,但课程资源仍以中文为主。

另外,国内外平台均针对不同用户(未注册、已登

录未获取学习路径、已登录并已获取学习路径)分别

设计不同界面,因此不同平台之间界面结构相似,用
户在不同平台间切换时,熟悉度高,用户体验好。

4.1.2 资源数量

开设了数据科学课程的国内外平台数目无明显

差异,而两类平台上的课程数量则差异明显。 由表1
可知,本文调研的17个国内外平台中,开设了数据科

学课程的平台共计9个(占比超过50%),其中国外平

台4个,国内平台5个,但是,开设于4个国外平台上

的课程数目(63门)大约是开设在5个国内平台的课

程数目的2.5倍(24门)。 剔除好大学在线上无法获

取上线日期的2门课程②,5个国内平台上开设的数

据科学课程的数目随年份增长如图2所示。 其中,横
轴表示年份,纵轴为截止至该年年底平台上开设的数

据科学课程总量。 由图2可知,在 国 内 平 台 中,自

2015年首次开设数据科学课程以来,除了网易公开

课,其他4个平台开设的数据科学课程数目均呈增长

趋势,且网易云课堂增长最快,已开设的课程最多。

4.1.3 资源质量

国外平台上无重复收录的数据科学课程,国内平

台却存在课程重复收录、原创资源过少的问题,例如:

①平台内部存在重复课程资源:IBM大数据大学分别

开设了《数据科学方法论》的中文版和英文版课程,除
了授课语种,其他课程设置完全一样;②国内平台间

存在重复课程资源:IBM大数据大学开设的全部4门

课程均重复收录于好大学在线;③与国外平台存在重

复课程资源:学堂在线2门课程的链接自动重定位至

edX。 该问题的产生一方面与平台定位相关,例如网

易公开课在鼓励用户发布原创课程的基础上,网站运

营方将收录其他平台的课程(国外知名大学公开课、

可汗学院和TED等视频课程);另一方面与课程资源

配置相关,我国 MOOC平台应加强与国内各高校、各
单位的合作,吸引更多的优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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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IBM的4门课程均重复收录于好大学在线(数据科学方法论(中文版/英文版)、数据科学简介、数据科学入门、利用开源工具进行数

据科学动手实践);edX的2门课程重复收录于学堂在线(DataScienceEssentials(数据科学与机器学习要领)、DataScienceEthics(数据科

学道德规范))

ScalaforDataScience、[系列课]—数据科学家



图2 国内MOOC平台开设课程数量变化趋势图

4.2 组织机制维度

4.2.1 开设单位

国内和国外平台上数据科学课程的开设单位分

为几类:知名大学、其他教育机构/组织、行业组织或

个人。 知名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组织开设的课程理

论系统性强,能保证课程质量,但是相比较而言,知名

大学开设的课程等同于大学课程,部分可等效于知名

大学的学位课程。 行业组织开设的课程以职业为导

向,提供前沿的课程,课程内容实用性强,可以应用于

工作中。 个人主要根据自身工作实践经验授课。 国

内外平台上的81门数据科学课程按照开设单位类别

的分布如图3所示。

图3 国内外MOOC平台81门课程数量按开设单位类别的分布图

  国外平台上数据科学课程的开设单位主要以知

名大学与行业组织为主,分别占比82.54%和12.

07%。 开设数据科学课程的知名大学共计14个,平

均每个大学开课3.7门,开课最多的学校分别为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15门)、哈佛大学(10门)、以及加利福

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5门)。 从国别来看,约70%的

大学为美国的大学,其他大学为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

大学、俄罗斯的国立高等经济大学、荷兰的埃因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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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大学、墨西哥的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 上述14
所大学中,3所为iSchools联盟成员,表明数据科学与

图书情报领域有一定联系,开展数据科学的研究不仅

可刺激图书情报对自身理论和方法进行反思,还可激

发图书情报的活力。

国内平台上数据科学课程的开设单位主要以其

他教育机构/组织为主(IBM大数据大学、WISE学习天

地、艾数教育、数盟大学堂、松鼠学堂、天善智能云课

堂),知名大学开设的数据科学课程数量偏少。 值得

一提的是,部分国内知名大学启用联合授课模式,充

分整合不同机构的资源,例如“计算思维和数据科学

导论”由麻省理工学院、清华大学共同开设,数据科学

引论(Python之道)由上海交通大学与IBM大数据大

学共同开设。

与国外相比,对于数据科学课程,国内知名大学

虽尝试联合授课的模式,但是整体上开设课程数量的

比例偏低,表明现今我国大学对数据科学教育的重视

程度不足,一定程度上缺乏学科敏感度。

4.2.2 课程教师

国内外课程的授课教师可分为实践教师和专业

教师两类:①实践教师是个人组织者开设课程的主要

形式,他们以个人的身份来组织课件,讲授课程,这些

教师包括数据分析师、企业项目管理者和数据科学家

等。 他们将各自领域中的精华知识进行提取和整理,

为学习者提供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②专业教师是知

名大学开设课程的主要形式,他们可以利用大学的资

源对课程严格把关,提高课程质量,同时利用大学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吸引学生。 其中,超过50%的课程是

由一名教师进行全部课程的讲授,以保证课程风格的

统一性和连续性,例如华盛顿大学在Coursera开设的

“DataScienceatScale”专项课程(4门子课程);其他

课程由多名教师共同授课,例如哥伦比亚大学开设的

“DataScienceforExecutives”系列课程(3门)由来自

不同学科的18名教师参与授课。

4.3 课程结构维度

4.3.1 课程类型

国内外平台上开设的课程类型有差异:国外平台

上课程的类型主要为三类:常规性课程、专项课程和

系列课程 (Xseries);国内平台上课程类型主要为五

类:常规性课程、专项课程、系列课程(Xseries),国内

自主模式及随堂模式。

常规性课程、随堂模式以及国内自主模式均为单

一课程,而专项课程和系列课程是课程集合。 具体如

下:常规性课程与随堂模式类似,均专注于某个知识

面所进行讲授的课程,模拟真实的线下课堂的教学类

型,规定开课时间、课时,用户观看视频后需在规定的

时间内完成指定的习题,并进行结课测试,还可以在

平台论坛上和老师、同学进行交流互动。 部分课程在

学习者全程参与并达到测试及格线后,会提供结课证

明或证书,十分接近真实的课堂体验。 国内自主模式

较随堂模式而言,没有时间的限制,不需要等待开课

时间,用户可以随时加入课堂,并进行视频观看、内容

讨论和课程测试等活动。 专项课程将一系列常规性

课程按照主题相似度结合起来,并根据行业变化市场

需求,实时更新与知名企业合作的结业项目(Capstone

Project)内容,以帮助学习者在实践中系统掌握知识,

当学习者完成结业项目后,可以获得相应证书。 系列

课程提供了一种和学校课程设置相似的体系,但是不

提供结业项目,只是对常规性课程进行有机整合。

国内外平台上的81门的数据科学课程按照课程

类型的统计如表2所示。 可以看出国、内外课程均涉

及了单一课程以及课程集合两种,且国内课程结合了

我国实际情况,开设了5门国内自主模式课程、3门随

堂模式课程,然而国内课程在课程集合模式上数量稍

显不足。

表2 国内外平台上的81门数据科学课程
按照课程类型的统计表

国内课程 国外课程

系列课程 1 6
常规性课程 8 52
专项课程 1 5

国内自主模式 5 -
随堂模式 3 -

总计 18 63

4.3.2 课程内容与主题

本文抽取MOOC课程的“课程简介”和“学习任务”

版块的关键词,并根据数据生命周期理论(Digital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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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le)[28] ,将课程内容主题分为四个方面,具体如下:

(1)相关理论:包括数据科学相关概念、数据科学

的法律和道德问题和数据科学家的职业前景。 这方

面课程着眼于数据科学开发和实际利用中可能会涉

及到的学科理论、隐私和伦理问题,重点关注当今社

会强调的团队合作意识,致力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学术

道德规范和卓越的团队管理才能。 如 “数据科学伦理

(DataScienceEthics)”介绍了在数据科学研究中使用

数据的知情同意权和数据的隐私保护问题。

(2)数据准备:包括数据处理和数据库利用。 良

好的数据处理会大大减小数据分析等后续工作的难

度,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结果分析的准确度。 如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数据科学(DataScience)”专项课程中

的子课程 “数据的获取与处理 (GettingandCleaning
Data)”详细阐述了数据的获取以及数据清洗等一系

列数据前期准备工作。

(3)数据统计分析:包括机器学习中对模型的搭

建、运用编程语言或工具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如数

据科学与分析系列课程 (DataScienceandAnalytics

Xseries)详细介绍了运用统计思想和条件概率,以及

机器学习和算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基本技能。

(4)数据可视化:研究数据视觉表现形式,是现在

非常流行和有效的展示自我成果的方式。 华盛顿大

学“大规模数据科学(DataScienceatScale)”专项课

程中的子课程 “发布研究成果:形象化、伦理和再现

性”,详细阐述了发布研究成果时结果形象化的重要

意义,强调数据可视化可以更加清晰地展示数据所表

示的含义。

总体来说,数据科学课程主要可分为理论性和实

践性两个方面,除第一部分为理论性课程外,其余三部

分均为实践性课程。 讲授理论内容的课程数量较少,

但其作为数据科学的基础性内容,对于了解和掌握数

据科学的基本知识起着奠基性作用,实践课程作为数

据科学的核心,在数据科学的利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筑数据科学的系统性知识框架。

4.3.3 课程级别定位

国内外平台上的81门数据课程的级别均分为3
类(初级、中级和通识)。 通识课是指学习者应掌握的

基础教育课程;初级课程主要针对计算机科学、生物

或其他专业的在校生,或对数据科学的前沿领域感兴

趣的学习者,对背景知识和相关实践经验的要求很少

或基本不要求,比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设的“数据

科学(DataScience)”课程,主要对数据科学的理论和

应用进行基础性介绍;中级课程相较于初级课程而言

难度加大,需要学习者具有特定的知识背景和实践经

验,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设的 “基因组数据科学

(GenomicDataScience)”课程要求学习者具有医学或

生物学领域的知识,并要求掌握一定的医学统计学技

能。

然而国内外平台上不同级别课程开设比例不同,

具体见图4。 国内和国外平台上通识课程开设初级课

程的开设比例相差不大(<10%),然而在中级课程的

开设比例相差较大(>15%):国外平台上有15门中

级课程,而国内平台上仅1门中级课程(“利用开源工

具进行数据科学动手实践”),国内平台需考虑设置一

定数量的中级课程,加大内容难度、加深知识深度、提

升课程质量。

4.3.4 课程资源展示

课程资源属于课程丰富性和课程多样性的直接

展示方式。 本文根据“课程简介”、“讨论”和“反馈”等

版块归纳出3种常见课程资源呈现方式:授课视频、

案例讨论和学习反馈,其中学习反馈包括随堂测验、

综合测验、课后作业和作业互评。

对于课程资源呈现方式,国外的课程对以上3种

方式均有涉及且实现效果良好,而国内 MOOC课程主

要以视频形式为主,在案例讨论与学习反馈设置上稍

显不足,28%课程缺乏案例讨论环节、33%课程缺乏

实验反馈环节。 因此我国应加强课程资源呈现方式

的建设,为学习者提供更加多样的学习途径,使他们

可以更加有针对性地填补自己知识的空缺。

4.3.5 课程交互系统

良好的交互是现代 MOOC平台区别于以往单纯

课程视频集合的最主要特征之一。 通过交互系统,学

习者可以和同伴或老师进行互动交流,发现和解决学

习上遇到的问题,更好地进行课程学习,交互方式主

要有以下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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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国内外MOOC平台81门课程数量按课程级别定位的分布图

  (1)电子邮件。 已调研的课程均使用了电子邮

件,当学习者注册成功一门数据科学课程后,系统自

动发送课程相关邮件,并及时督促学习者按时上课。

(2)社交网络平台。 学习者通过社交网络了解最

新课程动态,并提出自己的问题与老师探讨。 国外

MOOC 平 台 支 持 LinkedIn、Twitter、Google+、You-

Tube、Facebook等,同时为了方便我国用户的使用,也

增加了微信平台的社交互动。 国内 MOOC平台主要

包括新浪微博、豆瓣、QQ空间、人人网等。

(3)课程论坛。 学习者在论坛中通过发帖提出疑

问,通过回帖与同学交流。 课程论坛可被细分,比如

网易云课堂开设的“解密数据科学”课程将论坛分为

周论坛和总论坛,为不同时间段学习的用户提供更加

有针对性的交流平台。

通过交互系统的作用,可以使学习者的问题得到

及时解答,查漏补缺,同时可以看到,交互系统也针对

不同地区学习者的使用习惯推出不同的交互方式,以

方便用户使用,但总体差别不大。

5 对我国MOOC数据科学教育的启示

根据平台-组织机制-课程结构三维 MOOC课

程分析框架,表3对 MOOC数据科学课程开设特点进

行汇总,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 MOOC数据科学教育提

出启示。

表3 MOOC数据科学课程开设特点

维度 特点

平台

平台建设:国外平台体系成熟;国内正处于发展初期

资源数量:开设课程数量上具有一定差异,但是国内数据科学 MOOC课程具有良好的发展势头

资源质量:国外平台为原创课程,国内平台上存在少数重复收录的课程

组织机制

开设单位:类别相同,但比例差异大,国外为知名大学及行业机构;国内授课的主体主要为其他

教育机构/组织,其次为知名大学

课程教师:均包含实践教师和专业教师两类

课程结构

课程类型:国外以常规性课程、专项课程和Xseries三类为主;国内课程在上述类型基础上,还包

含了随堂模式以及国内自主模式

课程内容与主题:相似,均包括相关理论、数据准备、数据统计分析、数据可视化

课程级别:均设有初级、中级和通识,然而国内平台的中级课程开设比例较少

课程资源展示方式:相似,均包括授课视频、案例讨论和学习反馈三类

课程交互系统:相似,均包括电子邮件、社交网络论坛和课程论坛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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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平台维度———加强平台与各教育机构的合作,

增加原创课程数量

国外 MOOC平台的建设,从2011年发展至今已

日趋成熟,已形成自身的学习和管理模式。 虽然我国

MOOC平台起步晚于国外,但是具有良好的发展趋

势,例如开设了数据课程的国内平台数目与国外平台

数据基本相同,开设的科学数据的课程数量呈逐年上

升趋势,平台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等。 然而国内平台上

的原创课程资源相对匮乏,例如平台间存在重复开设

的课程,不利于我国数据科学的发展和建设。 因此我

国应该大力支持优质的 MOOC平台,鼓励各教育机构

积极进行网络课程的制作,使两者形成良好且长期的

合作,产出更多的优质资源,丰富 MOOC学习平台,推

动数据科学等学科的发展。

5.2 组织机制维度———丰富数据科学课程来源,保

证课程质量

目前国外 MOOC平台合作最多的是国外知名大

学,其次为行业机构,在确保课程质量和理论体系的

完整性的同时, 也联系实际以及市场需求, 结合实际

工作中的经验更具有针对性地进行授课。 需要说明

的是,由知名大学开设的部分课程也联合企业共同授

课,依托企业中实际的项目需求,让学习者在实践中

灵活运用知识。 而国内 MOOC平台课程则主要由其

他教育机构/组织开设,其次为知名大学开设,再次为

行业机构。 虽然部分大学已尝试联合国外大学或者

国内行业机构共同授课,但是由大学开设的课程数量

偏低,难以保证课程质量及体系的完整性;同时行业

机构开设课程数量偏低,易导致课程实用性低。 因

此,国内 MOOC平台一方面需要加强与知名大学之间

的合作,例如iSchool联盟成员等,丰富以大学为课程

提供者的数据科学课程,使更多的学习者能够接触到

优质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需要加强与行业机构间

的合作,丰富具有职业导向的课程,使课程开设目标

更贴合市场需求,提升课程的实用性。

5.3 课程结构维度———建立完善的 MOOC数据科学

课程体系

虽然我国数据科学教育处于发展初期,但是已经

逐步走上了正轨,例如国内平台上课程在课程主题、

课程级别、资源展示形式、课程交互形式、课程级别的

设置上基本与国外平台上课程相同。 除此之外,课程

类型设置更结合实际情况,在国外基础上(常规性课

程、专项课程、Xseries系列课程)加入随堂模式以及国

内自主模式。 即便如此,国内平台上数据科学内容建

设上还有一定的改进空间,例如:①课程资源展示形

式主要以视频形式为主,需增加案例讨论和学习反馈

的数量;②中级数据科学课程数量偏少,需增加课程

的广度与深度,从而提高中级课程的比例;③课程内

容的设置可依据我国实际情况,根据我国学习者的学

习习惯与需求,建立有我国特色的、完善的 MOOC数

据科学课程体系。

5.4 其他

数据科学是一门研究从数据中提取知识的学科,

因此应加强其与各专业知识的结合。 在今天,对于这

些庞大且不断增长的数据,专业知识将是必不可少

的。 在81门课程中,只有少数有关数据科学运用到

专业领域中的课程,例如“基因组数据科学(Genomic

DataScience)”,其他课程均没有涉及具体的领域。

情报学是一门具有极强的数据敏感性的学科,致力于

从数据中挖掘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动态,因此将数

据科学和情报学结合可以推动两个学科共同发展。

6 结语

数据科学是当今信息社会对数据利用的必然需

求。 本文通过国内外对比分析,以平台、组织机制和

课程结构三个维度为切入点,围绕不同10个要素对

17个平台上的81门数据科学课程进行全面分析,深

入了解其课程模式和办学模式。 研究表明,虽然我国

数据科学教育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发展趋势较好,在

平台、组织机构以及课程结构等方面仍具有一定的改

善空间,例如加强平台与各教育机构的合作以增加原

创课程的数量,丰富课程来源以保证课程质量等。 本

研究希望通过建立完善的 MOOC数据科学课程体系,

最终丰富我国 MOOC数据科学教育,培养社会需要的

数据科学家,辅助企业和政府进行决策支持。 未来我

们将从面授课程和 MOOC课程的对比分析出发,进一

步完善数据科学教育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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